
前南峪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是太行山深处的村庄。

1940 年 11 月至 1943 年 1 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在浆水镇

一带办学，前南峪村是校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这里曾培育出许多抗日将

士，抗大精神深深地熏染着这片土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南峪村是“山坡和尚头，土地随水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治

理荒山、兴修水利后，如今前南峪村有 8300 亩山场，被誉为“太行明珠”。2023 年，前南峪

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驱车从河北省邢台市区出发，一路向西，行

至深山路上，云雾缭绕，还未到浆水镇前南峪

村，绿的气息已扑面而来，凝神屏气间，鸟语虫

鸣阵阵。

随着车驶进村庄，青草铺路，绿树作廊，连

片的青山诉说着感人肺腑的绿色发展故事。再

往前走，碑林耸立，红旗飘飘，古朴的石院承载

着艰苦奋斗的红色革命精神。“红”“绿”交织，这

个小山村究竟绘出了怎样的幸福底色？

革命精神早已深深扎根
这片土地

前南峪村所在的浆水镇位于太行山腹地，

素有“依山凭险”之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

代，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曾在此坚持敌后

办学两年零三个月。滕代远、何长工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时光荏苒，光荣传统与革命精神早已扎根

这里。如今，前南峪村内建有抗大纪念碑和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抗大纪念碑位于前南峪村广场，是 1986 年

由前南峪村集体出资、村民踊跃参与建设而成

的。在前南峪人眼里，这是一方崇敬之地。收

获季节，用地再紧张也不会用作打麦和晾晒；雪

落时分，这里总是最先打扫得干干净净。

走进抗大陈列馆宽阔的展览大厅，当时抗

大师生用的教材、马鞍、行军锅等映入眼帘，让

人们仿佛穿越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许多将

士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在这个小山村凝结，从

这里走向抗日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站在抗大陈列馆广场远眺，抗大陈列馆工

作人员李青介绍，当年几千名抗大师生分散在

附近 40 多个村庄里办学，方圆 10 公里内的农

家，几乎“家家住学员”，抗大师生与当地百姓结

下了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

生活环境艰苦，学习条件更简陋。李青说，

在陈列馆旁边不远的半山腰上，有一处遗存的

抗大课堂，就是几棵大树下的一排排石板。没

有教室、桌椅，学员们就在麦场、河畔和树下上

课；没有钢笔，就把子弹壳、罐头筒铁皮磨尖当

笔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传承革命

精神，抗大陈列馆在重要节日、纪念日，都会策

划活动，发动周边群众参加。“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 85 周年”主题活动、“铭记历史·勿忘九一

八”主题活动、“2023·崇尚·清明祭英烈”主题纪

念活动……近年来，抗大陈列馆的影响力逐渐

扩大，不仅有曾经的抗大学员和学员后代来到

这里“寻根”，也吸引了许多游客来这感受抗大

学员的人生理想和家国情怀，加深对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理解。

全村 32 座山头全部披
上了绿装

红色精神滋养下，一代又一代前南峪人艰

苦奋斗，在荒山秃岭中蹚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如今漫步前南峪，处处散发着绿的气息，全

村共有 8300 亩山场，种植各类树木 480 万株，林

木覆盖率达 90.7%，植被覆盖率达 94.6%……前

南峪也因此有“太行明珠”之称。

但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曾是荒山秃岭

的“不毛之地”，尤其是 1963 年的那场大雨，给

前南峪留下了一道难题。

“下了七天七夜，树被连根拔起。”76 岁的

村民张云至今记得真切，“地没了、树毁了、房塌

了，我们不知怎么办才好。”

“地没了可以再造、树毁了可以再种、房塌了

可以再建，如果是人心散了大家就真没指望了。”

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天林介绍，那场大雨过后，

时任老书记郭明跃主持的村党支部大会开了三

天三夜，给村民带来了一个希望：治山致富。

那场会议上，大家制定了改造山川 20 年发

展规划，植树治山拔穷根成了全村共同的目标。

“顶着星星上山，又顶着星星下山。”张云是

第一批参与荒山治理的村民，他记得，“在治山

最艰苦的前 10 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无论

严寒酷暑，每天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千余人

的小村子，10 年间累计投工 126 万人次。

1977 年，郭成志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

领大家种板栗树、栽经济林，用肩膀“扛”出了

400 多亩梯田；80 年代，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

保国来到前南峪，跑遍山上的沟沟壑壑，把树木

的成活率从原来的 10%提高到 90%；2002 年后，

村子关停有污染的企业、转型发展生态旅游产

业……寒来暑往，几十年过去，全村 32
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装，全村耕

地面积达 746 亩。

如今，第一批“植

绿 人 ”张 云 成 了

“守绿人”，每

天都要沿着种满树木

的道路走走看看，遇到破

坏树的人，他也总要上前“说

事”。张云说：“前南峪人要一代

接一代地守护好这片山林，让子孙

后代都能享受这宝贵的青山。”

美丽风光成为吸引
游客的金色名片

树多了，山绿了。如何把山沟沟变成“绿色

银行”，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

靠科技、靠管理、靠学习，提高果树产量。

板栗树不结果，就请来“果树技师”替村子

的栗树整形剪枝、嫁接改优，让小栗蓬挂满枝

头；村民不懂技术，前南峪就把林果班、山地规

划和测量班、养殖班等培训班办到村民家门口，

指导大家开展果树管理、培育；发展新果业，先

请教专家，李保国科技服务团队帮助村子引进

软枣猕猴桃，收益比苹果、板栗高出几倍。

据统计，截至目前，前南峪村共栽植干鲜果

树 32 万余株，人均约 210 株，全村每年果品收入

达 8700 万元。“村里还注册了‘前南峪’系列农

产品品牌，销量特别好。”前南峪村精品特色果

园管理员郭海魁说，现在村子不仅卖果品，也

“卖风景”，农旅融合，他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在党的政策支持和各级党组织的帮扶下，依

托林木果树的绿色资源和抗大留存的红色资源，

村两委带着村民们开发出前南峪生态旅游区，不

仅建设了猕猴桃、樱桃等多个精品园区，修建了

梅园、栗树山庄等观光园，还对红色遗址进行修

缮，建立了抗大少儿研学基地等，让乡村旅游集

观赏性、教育性与参与性于一体，走上了绿色观

光与红色旅游相结合的生态发展路。

“咱春有花、夏有果、秋有景、冬有乐，一年

四季都有看头。”村民赵小芳说，她瞅着近些年

来前南峪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便利用家里闲置

的房屋办起了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赵小芳

在农忙时上山管理果树，旅游旺季则在家接待

游客，一年下来收入可不少。

在 前 南 峪 村 ，像 赵 小 芳 这 样 吃 上“ 生 态

饭 ”和“ 旅 游 饭 ”的 村 民 越 来 越 多 。“ 全 村 有

80% 的 家 庭 从 事 农 家 乐 、生 态 采 摘 等 绿 色 产

业。”郭天林说，“如今，红色故事、美丽风光已

变成了吸引游客的金色名片，老区人民的增收

渠道不断拓宽，村民们的美好生活丰富多彩。”

图①：学生在抗大陈列馆内参观学习。

王明成摄（人民视觉）

图②：抗大第七期学员毕业证章。

图③：抗大五周年纪念证章。

图②图③由抗大陈列馆提供

图④：连通多个抗大旧址村的抗大路。

宋建仲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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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位于河北省邢台

市信都区浆水镇前南峪村，占地面积 4086平方米，

分为序厅、主展厅和“今日前南峪”展厅 3个部分。

主展厅内，大量的文物、照片等再现了当年抗

大师生学习、生活与战斗的场景，游客可以了解到

抗大在陕北的创建与前期发展、抗大在敌后太行

的峥嵘岁月、抗大精神等。“今日前南峪”展厅陈列

了“山区建设辉煌成就展览”，游客在这里可以看

到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

游客在参观完抗大陈列馆后，还可以到野外

课堂，坐“石头凳”，感受抗大学员在艰苦岁月中的

学习环境；可以走进田间地头，和当地村民一起打

板栗、摘苹果，品味丰收的喜悦；动手体验扎染、版

画等传统工艺之美。

2.抗大旧址群

抗大旧址群包含抗大在浆水镇办学期间机构

驻地所在的 40多个村子，如校部所驻的前南峪村，

政治部所驻的浆水村。近年来，信都区以抗大陈

列馆为核心，打造前南峪村、浆水村、安庄村、寨上

村、坡子峪村、南口村、冯家沟村、川林村、宋家峪村

9个抗大旧址村，采用修旧如旧的方式保护改造抗

大旧址村老院落，提升村庄面貌，吸引游客参观。

走进抗大旧址村，可以收获更沉浸的红色体

验：在抗大旧址院落上党课，听村里老人回忆那段峥

嵘岁月，在老乡家中品尝忆苦思甜的“抗大饭”……

3.抗大路

抗大路是信都区一条集红色旅游和生态美景

为一体的公路。该路西连抗大陈列馆，取名“抗大

路”以弘扬抗大精神、发展红色旅游。

这条路全长 48 公里，沿线经过 38 个行政村，

连接邢台天梯山、景梅山、邢襄古镇、抗大陈列馆、

九龙峡等多个景区。抗大路沿线的红色景点主要

有寨上村、坡子峪村、安庄村等抗大旧址村。

行驶在这条路上，游客能沿路邂逅青山河川、

峡谷峭壁、水库古村、山村拱桥、果林花海，实现了

“路在景中”“景在路上”。

（本报记者 邵玉姿整理）

前南峪及周边
红色旅游景点

■走进传统村落R

图⑤：前南峪村村民在果园收获樱桃。

高晓博摄（人民视觉）

图⑥：前南峪村中抗大学员曾经学习生活过

的院落。 本报记者 邵玉姿摄

图⑦：青山环抱中的前南峪村。

高晓博摄（人民视觉）

图⑧：位于前南峪村的抗大总校图书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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